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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笛子演奏家曲祥：

观观众众在在，，
笛笛声声永永远远年年轻轻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心态越来越年轻

在山东歌舞剧院大门口，记者见
到了事先约好的著名笛子演奏家曲
祥。

今年73岁的他精神气十足，上身
穿着蓝色毛衣，搭配浅棕色裤子，脚上
是一双时髦的运动鞋，虽然是一身年
轻人的装扮，他身上却散发着浓郁艺
术气质。

在办公室里，浓缩了曲祥过去几
十年艺术生涯中的“辉煌时刻”：媒体
的封面报道，2002年率领山东民族乐
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的风采，有
从业50周年作品独奏会的盛况，还有
去台湾演出马英九送给他的金匾……

60岁从岗位退下来，曲祥退而不
休，甚至比当山东歌舞剧院院长时更忙
了。“现在年龄大了，演出能少去就少去，
更多心思放在带学生上了。中国人有个
传统不说73岁，也不说84岁，按照虚岁
算，我会跟别人介绍我今年75岁啦。”
曲祥先生直爽、幽默，个性谦和。聊起
笛子和演出，气氛立马欢腾起来。

近几年，正赶上高校大力发展民
族音乐，集竹笛演奏、作曲、指挥、艺术
管理等本领于一身的曲祥，属于学者
型艺术家，是很多高校欢迎的稀缺专
家，他是山大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
还是山艺、济大、青大等多所高校的客
座教授。这两年，曲祥先后成立了10个
民族管弦乐团，遍布全省。

中国民乐在国外很受欢迎，作为指
挥和作曲，他带队的乐团演出很多，如今
他跟着乐团跑遍了俄罗斯、摩纳哥、法
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年轻的孩子们到
处去演出，心态越来越年轻了。”

炮火中诞生处女作

聊完现在的生活，曲祥和记者谈
起了遥远的童年和年富力强时拼命三
郎式的岁月。

6岁跟着哥哥开始学习吹笛子的
曲祥，自少年就展露了出类拔萃的音
乐天赋。还在烟台艺校学习时他就在
全省音乐比赛中脱颖而出，14岁被调
入山东歌舞团，开始了专业笛子演奏
之路。

“工作前几年，我的主要任务是笛
子表演，但是我不满足于演奏，光吹笛
子也很乏味，我就开始创作，研究作品
自学，想留下点儿东西。”1965年曲祥
被派往越南，他的笛子独奏处女作《推
起小车运料忙》就诞生在越南战争的
炮火中，他也成为那个年代年轻有为
的作曲家。

从战场回来，曲祥出了唱片，处女
作《运肥忙》，后来改成广为流传的《在
田间》。

“很多人觉得笛子就是一门普通
乐器，但是致简则致繁。它就6个孔，学
会很容易，但学精了太难，气、指、舌、
口都要配合好，比只用手指头的乐器
难得多。”曲祥指着屋里一张大型演出
的合照给记者看，“乐队里可以有几十
个二胡手、琵琶手，但最多只有4个笛
子手，因为它是灵魂乐器，个性太强。”

但这个“灵魂乐器”在上世纪50年
代之前，还是传统戏剧配乐中的伴奏，
是配角。笛子真正作为独奏走上舞台
是在上世纪60年代，形成了以冯子存、
陆春龄等为代表的竹笛独奏高峰。

“一代竹笛独奏艺术家中，还在世的
只有上海的陆春龄，已经96岁了，第二代
全国代表性笛子演奏家中，坚持演出和
工作的也不多了，我是其中之一。”

如果说第一代以继承传统为主，
那么第二代则是创作型的笛子手。作
品多产，且在全国流传度很广的人才
能冒出头来。谈到自己一生的多产，曲
祥说，这背后是刻苦的自学。

因创作睡觉很少

1975年之前，曲祥创作出了《红领
巾列车奔向北京》《沂河欢歌》《海河两
岸变新颜》等轰动全国且传播度非常
广的作品。“全国的收音机都在播放这
些曲子，当时那种塑料唱片卖得很
好。”

1975年，全国音乐比赛迅速增多，
曲祥屡战屡胜屡获大奖，在全国音乐
界名声大震，并被业内广泛认可。1982
年，文化部举办全国民族器乐独奏观
摩演出大会，曲祥作为笛子北方派代
表上台做示范演出。虽然“北方派代
表”由官方提出，但曲祥更愿意称自己
是山东笛派的创建人。

此后曲祥进入了创作高峰期，《向
往》《绿色的思念》《儿童乐园》《运动场
上》《走进快活岭》《龙灯高照》《春花怒
放》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问世。他
的不少作品一直是笛子比赛和考试的
必选曲。曲祥也是“获奖专业户”，他30
多次在全国大型比赛中获奖，还获得
过国家政府最高奖“文华新节目奖”。

作曲之余，曲祥花了三年时间，于
1982年完成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笛子
练习曲》，给笛子演奏艺术确立了基本
法，规定了笛子练习的科学过程。这套
教材出版了30多版，被全国学生用来
学习，“至今我还在拿版权费呢。”曲祥
自豪地说。

1985年之后，曲祥开始干四样活
了，“演奏、作曲、指挥和当院长。”从担
任山东歌舞剧院副院长到院长的21年
里，他参与和组织策划的大型演出活
动非常多，这期间他自学了配器、编
曲、指挥，策划掌握了多种乐器，再加
上日常管理和培养人才，各种外出演
出，多年来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
状态。直到退休才举办了一场自己的
音乐独奏会。

曲祥说，大家都感觉他很风光，笛
子吹得好，作品有名气，每次获奖都是
他，但是谁都不知道，这个过程伴随着
孤独和寂寞。但只要有观众在，笛声就
永远年轻。

回想年轻时的岁月，曲祥说吹笛
子要形成自己的派别和风格，就必须
逼自己去创作，出作品。从20来岁开始
搞创作，“我一辈子睡了很少的觉，年
轻时每天晚上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
工作到两三点，从不知道困。到年老
了，才发现想睡也睡不着了，吃了十年
的安眠药了。”

担忧民乐走偏了

曲祥说，近几年中国音乐普及提
高很快，全国民族管弦乐演奏水平太
高了，他带队去参加比赛，心里经常会
捏一把汗。如果不获奖，太没面子了。

作为老一代笛子演奏家，曲祥最
不喜欢的是很多孩子拿笛子演奏作
为考大学的跳板。“跟我们那时完全
不一样了。笛子成了出路，没有那股
热情、那股死心塌地的精神。考上了
大学，反而荒废掉了。我们那批人就
是喜欢，一辈子吹笛子，也舍得下工
夫钻研。”

作为严谨的老一辈艺术家，对看
不惯的东西他在暗暗较劲。比如，他很
担忧近几年来学院派热衷搞的现代派
民乐，“形式很新颖，但是没有旋律和
曲调，大家听不懂。各种民乐狂想曲，
没有内容，全是技巧和印象。”“怎么
办？我去做评委，就给选手们指定一些
传统曲目让他们演奏。”这也算是一种
对抗。

曲祥说民乐转基因了，走得太偏，
就没有传统艺术的那种神韵和内涵
了，这是作曲界的问题。“无论怎么变，
怎么学习西方的辉煌和气派，一定不
能丢掉中国艺术中雅的东西。发展不
能守旧，但也不能走到偏路上去。”

“弹指一挥间”，“弹指”如果用在笛子演奏上，是
技法，但如果回望过去的岁月，则是无尽感慨。

著名笛子演奏家曲祥6岁开始学习竹笛，已经在
音乐领域耕耘了一甲子。用他的话说，生命中大部分
血液都是为音乐而流淌的。如今的他给学生上课，为
下个月去台湾作准备，再过几个月他还要去加拿大
演出。日前，记者在他工作间隙采访了他。

山东笛派创建人,著名笛子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国家文化部优秀专家，
山东省科技拔尖人才，在全国大型比赛中获奖30多次，还获得过国家政府最高奖

“文华新节目奖”。《向往》《走进快活岭》《绿色的思念》《儿童乐园》《运动场上》《春
花怒放》等作品享誉海内外,是笛子北方派代表。


	A11-PDF 版面

